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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文嚼字》十大流行语发布
12 月 3 日，《咬文嚼字》编

辑部公布了 2018 年十大流行
语，命运共同体、锦鲤、店小二、
教科书式、官宣、确认过眼神、
退群、佛系、巨婴、杠精入选。

“今年除了政经类语词如
‘命运共同体’，普通语词的‘火
爆’程度与前几年相比似乎有
所下降，在全社会范围内‘火
爆’、受全民关注的流行语数量
较少。”《咬文嚼字》主编黄安靖
介绍，从去年开始，编辑部明显
发现流行语火爆程度在降低，
今年入选的大部分流行语都是
在局部范围内流行，比如微信、
微博范围内等等。

首先是交流工具的变化。前几
年大家都用微博，微博是开放性平
台，大家都可以发言，能充分发挥网
民的语言智慧。这几年微信流行，微
信是相对封闭性平台，大部分是熟人社交，在
熟人面前社交会有顾虑。微信社交相比微博
社交，相对来说语言上受限。

其次，社会治理体系相对完善，突发公共
事件相对减少，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也相对
成熟。如“躲猫猫”“反正我信了”“钓鱼”等源
于社会公共事件的语词相对减少。

再次，网民越来越成熟，发言越来越理性，
文明度也在不断提高。如“屌丝”之类的非理
性、不文明的语词，也在不断减少。

与往年相似，今年《咬文嚼字》评选出的流
行语和词频统计也不完全符合。《咬文嚼字》公

司总经理王敏介绍，“大猪蹄子”“土味情话”等
词，虽然词频上使用程度很高，但编辑部不希
望评选出的词“大家看一眼就过去了”，而是更
希望评选出有一定延续性、语言上有创新的
词，“也体现我们的选择和责任。”

“以前《咬文嚼字》评选出的一些流行语，评
出的时候还没那么火，但现在已经成为使用频率
很高的常用词，比如‘点赞’。”黄安靖介绍，《咬
文嚼字》十大流行语的评选原则有两大原则。

从语言学价值来看，“官宣”“杠精”“佛
系”，都是汉语中的新结构；“退群”“巨婴”“锦
鲤”“店小二”虽然是旧词，但其流行语义是崭

新的；“确认过眼神”“教科书式”则都
是汉语中的崭新用法。

从社会学价值来看，“退群”的流
行，说明民众对国际重大事件的关

注；“锦鲤”的流行，反映了新时代民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巨婴”“杠精”的流行，反映了民
众的正确价值观，对负面事件，对不理性行为
的反思与批判。

“‘命运共同体’现在不仅在中文中流行，
在外文中也流行，是全世界的流行语。”黄安靖
介绍，“流行语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从流行
语中可以窥见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紧扣时
代特征，正确反映民情民意，弘扬积极健康的
社会价值观，是我们评选年度流行语坚持的社
会学原则。我们评十大流行语，是向社会推广
这些词，所以也希望输出正确的价值观。”

编辑部认为原因有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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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命运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即在相同条件下结成的命运攸关
的集体，源自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指
全人类都生活在同一地球上，同处于一个利益攸关
的集体中，各国要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
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国内国际场合提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十九大报告中，总书记
再一次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序言》
中“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修
改为“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已引起各国关注，得到全球认同，成为推动全球治
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国际共识。“命运
共同体”也已成为一个全球“热词”。

二、锦鲤

锦鲤，本是一种高档观赏鱼，极富观赏价值，深
受人们喜爱。2018年国庆期间，支付宝官方微博开
展了一个抽奖活动，从转发此条抽奖微博者中抽
奖，抽中的人为“中国锦鲤”，吸引300多万次转发。
10 月 7 日支付宝揭晓了抽奖结果，幸运的“中国锦
鲤”获得了“中国锦鲤全球免单大礼包”。“锦鲤”立
马走红，网络上掀起了转发配有“锦鲤转运”“锦鲤
祈愿”“锦鲤保佑”“锦鲤还愿”等文字的锦鲤图像的
热潮。“锦鲤”于是成为“好运”的象征。后来，随着
热度增长，“锦鲤”开始泛指在小概率事件中运气极
佳的人。“锦鲤”的走红及其意义的泛化，隐含了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店小二

店小二，原指旧时茶馆、酒肆、旅店等处负责接
待顾客的伙计。“店小二”热情的态度、周到的服务，
是店家带给顾客美好体验的重要因素。浙江主要
领导人曾提倡，政府部门、领导干部要当好服务企
业、服务基层的“店小二”。“店小二”便逐渐演化出
新义，指推进经济发展、为企业提供周到服务的政
府部门及领导干部。今年，上海主要领导也强调，

“政府要努力做好‘店小二’”。发扬“店小二”精神，
是社会经济结构中政府部门及领导干部角色的重
新定位，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举措。

四、教科书式

2018年5月，有人上传了一段上海民警街头
执法的视频。视频中执法人员查处违法行为，无
论是执法程序还是现场指令等都无可挑剔，具有
教科书样的规范性，被网民称为“教科书式执
法”。随着视频的“热传”，“教科书式”也逐渐流
传开来，人们用它来指“规范的”“典范的”“经典
的”“示范的”“完美的”等，形容某事做得非常标
准、规范，如“教科书式表演”“教科书式避险”“教
科书式设计”等等。同时，语言运用中也出现了

“教科书式耍赖”“教科书式下套”“教科书式坑
人”等说法，这是对“教科书式”的反用。

五、官宣

2018年10月16日，赵丽颖与冯绍峰同时在
微博上发布“官宣”，公布二人结婚喜讯。两人都
是粉丝众多的明星，婚讯备受关注，引发网络疯
狂转发。几天后，“官宣”纷纷出现在新旧媒体
上，都是某个人或某机构宣布的某消息。“官宣”
迅速走红。“官宣”从“官网”“官微”衍生而来，义
为“官方宣布”。其“官方”指某种权利的拥有
方。“官方”本指政府方面，如“官方人士”“官方消
息”等，把个人、机构等非官方行为称为“官方”，
也有强调其权威性、可靠性的意味。

六、确认过眼神

确认过眼神，即从眼神里得到了证实，出自
林俊杰《醉赤壁》里的一句歌词：“确认过眼神，我
遇上对的人。”今年走红网络的“确认过眼神”，仅
表示“确认过”“甄别过”的意思，与“眼神”不一定
有关。这个用法最早源自今年春节（2 月 15 日）
一网友发布的一条微博“确认过眼神，你是广东
人”，以吐槽广东人过年红包面额小。后又有网
友在网上发了一个题为《傻子看傻子觉得对方
才是傻子》的视频：两个男生在楼下用手机拍
趴在楼顶的三只哈士奇狗，而哈士奇则一脸冷
漠地看着楼下。有网友评论“确认过眼神，是
不想理的人”，收到大量的“赞”。“确认过眼
神”于是走红，网络上掀起一场造句“竞赛”，
如“确认过眼神，他是我爱的人”“确认过眼
神，你是能考上‘双一流’的人”“确认过眼神，你
是蚊子偏爱的人”“确认过眼神，是我要买的包”
等等层出不穷。“确认过眼神”的流行，反映了人
们面对良莠不齐的海量消息甚至虚假信息时希
望得到“确认”“甄别”的心理。

七、退群

群，指在微信、QQ等社交平台建立的可以供
一定数量的人群交流的小组；退群，即退出某个
社交平台上的交流小组。后来，含义引申，使用
范围扩大，退群也指退出某一群体。特朗普担任
总统之后，美国接连退出了好些国际协议或组
织，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变化
协定》、《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万国邮政联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等。特朗普甚至扬言，美国
将退出世界贸易组织。“退群”因此成为一个高频
热词，广泛出现在新闻报道中。

八、佛系

“佛系”是一个外来词。2014年日本某杂志介绍了一个“男
性新品种”——“佛系男子”，即爱独处、专注于自己的兴趣、不想
花时间与异性交往的男人。2017年12月，一篇题目为《第一批90
后已经出家了》的博文介绍了现在年轻人的“佛系生活”方式，其

“佛系”义指“不争不抢，不求输赢，不苛求、不在乎、不计较，看淡
一切，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佛系”迅速引爆网络，并显示出超
强的构词能力，“佛系青年”“佛系生活”“佛系人生”“佛系乘客”

“佛系父母”以及“佛系恋爱”“佛系养生”“佛系养鱼”“佛系购物”
等等，层出不穷。有人说，“佛系”的流行体现了年轻人对锱铢必
较、非理性争执的反感，希望构建和谐的生活秩序。也有人说，年
轻人以“佛系”自嘲，体现的是一种求之不得干脆降低人生期待值
的无奈，反映的是一种不可取的消极生活态度。

九、巨婴

巨婴，本是指体形巨大的婴儿。近年来，人们用“巨婴”指心
理滞留在婴儿阶段的成年人。这类人以自我为中心，缺乏规则意
识，没有道德约束，一旦出现超乎自己预期的情况，就会情绪失
控，产生过激的非理性行为，给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今年“高铁
霸座”“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等事件，让“巨婴”的热度进一步升
高。“巨婴”现象已引起了全社会关注。

十、杠精

杠，即抬杠；精，即精灵、精怪。杠精，指“抬杠成精”的人。这
种人往往不问真相，不求是非，为反对而反对，为争论而争论。“杠
精”去年已出现。今年4月有人在网上发表了一幅调侃“杠精”的
漫画：一女生向一“杠精”表白，并要求去见他的母亲。“杠精”说：
唯独这件事不可以，因为“杠精”不配拥有母亲。“杠精”迅速走红。

“杠精”的流行是人们对这种行为的反感所致。 本报综合消息


